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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建交再研究——以日本田中政权对华建交决策为中心》由刘宏编著，是“日本研究丛书”之一
。

 《中日建交再研究——以日本田中政权对华建交决策为中心》以1972
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邦交正常化这一著名的政治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
，借助近年公开的一批解密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这一政治历史事件进行更
加全面、具体、翔实的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检视已有研究某些结论上的不足，也有助于把握日本政府
对华角色的特点及对华政策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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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宏，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研究员。
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2007年获北大博士学位。
1995—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工作，2007年至今在全国台湾研究会任职。
主要从事台湾问题研究以及日本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主要成果有《民进党研究》（合著），并在《台湾研究》（中国社科院）、《二十一世纪》（香港中
文大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中央党校）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972年日本政府对台蒋当局“辞
别外交”研究》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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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五、对自民党内政策形成的分析基于以上分析，自民党的日中复交政策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
关键点。
第一个是以政权交替为契机，为自民党实现在中国议题上的人事和政策革新创造了条件。
田中派、大平派、三木派、中曾根派结成四派联盟，尤其是1972年7月2日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三木
武夫会谈确立的“三派协定”，使自民党内和日本政局都围绕日中复交而实现了新主流阵营与非主流
阵营的重组。
田中一大平新主流阵营意志坚决地推进对中国复交政策，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②。
然而，尽管对华复交政策是自民党内派系组合重新洗牌的重要动力，但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至9月8日
“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通过五点基本方针的意见整合期间。
自民党并未出现派系间政治角力与正常化问题交织的情况，换言之。
派系对抗没有继续围绕中国政策展开。
亲台派集中的福田派内，虽然要求福田出面的声音强烈，但福田本人一直谨慎对待。
对此，武见认为福田不表态是基于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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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日建交再研究:以日本田中政权对华建交决策为中心》多份解密档案全文译出，再现中日建交过程
细节。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日建交再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